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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大变局下的民生：近代中国再认识》选自作者戴鞍钢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时发表的文章。
全书史论结合，分为新旧经济因素的调适、新的贸易和交通格局、社会变迁与农村经济等三编，着重
考察了近代中国百余年间，在城乡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次演进的历史进程中，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所承
受的冲击，以及因此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，其中特别关注众多农村人口的遭遇和回应，视角独特，诸
多内容为以往研究所未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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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戴鞍钢，1955年生于上海青浦。
198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系任教，后在职攻读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。
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主攻中国近现代史、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。

著有《港口·城市·腹地——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》(1998年)、《中国政治通史·晚
清卷》(2003年)，合著《中华文明史》(1994年)、《晚清史》(1997年)、《中国20世纪全史》(2001年)、
《中国历史人文地理》(2001年)，主编《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》(1999年)、《中国通史教程·近代
卷》(2004年)等，发表论文百余篇，曾获中国图书奖等全国及省部级奖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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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二　　1895-1913年为第二阶段。
　　1895年的中日《马关条约》，规定列强有权在中国设厂制造，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的门户洞开。
随即便出现列强在华投资设厂办矿的高潮。
以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厂矿为例，1840-1894年的50余年问，总计设立23家，按各家设立时的资本
额计算，共763万余元；而在1895-1913年的19年间，就有136家设立，资本额共10315万余元。
就资本额而言，后者是前者的13倍。
　　甲午战争后列强竞相向中国输出资本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，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
动力市场。
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刺激，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，有识之士纷纷主张“设厂自救”，要求
“抵制外货，自保利权”，掀起兴办近代工矿企业的热潮。
另外，1901年后，清朝政府迫于形势，推行“新政”，除继续举办官办企业外，还奖励民间资本设厂
，多少减轻了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，有利于民间资本投资兴办近代工矿业，也吸引了一些
华侨资本投资国内近代企业。
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，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。
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，这一时期近代工矿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，比前一阶段有明显的进展。
1895年，中国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资本总额是2421万余元，到1911年，则增至10434万余元，比1895年
增长了4倍多。
在这期间，中国工业的发展，前后经历了1895-1898年和1905-1908年两个高潮。
前者是与“设厂自救”呼声的高涨相联系的，后者主要是受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。
特别是在第二个高潮的四年中，新设厂矿238家，投资总额6121万余元，发展速度和规模十分显著。
其中民间资本企业的发展，尤为迅速。
甲午战争前，民间资本共设厂矿53家，资本额470万余元，约占中国本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22%。
甲午战争后，则陡增至416家和8277万余元，资本总额所占比重由原先的22%跃升至77%。
甲午战争后新设的民间资本企业，主要仍集中在轻工业。
在416家企业中，纺织部门（包括轧花、纺织、织染、缫丝、呢绒、织麻等）占155家，资本额为2733
万余元，均位居第一；其次是面粉工业39家，资本额703万余元；再次是榨油、火柴、卷烟等部门。
重工业很少，燃料采掘、金属开采冶炼和金属加工三个部门相加也只有39家，资本额963万余元。
　　这一时期，中国城乡手工业的分化组合也趋明显。
中国传统手工业历史悠久，门类众多。
鸦片战争后，面对洋货竞销，它们各有自己的境遇，表现为兴衰存废并见的纷繁局面。
金属冶炼业在中国起源很早，并一直是发展程度较高的传统手工业。
但在这时，面对外国同类产品的倾轧，许多地方的金属冶炼业纷纷陷入困境，久负盛名的广东佛山镇
冶铁业、安徽芜湖的炼钢业、江苏苏州的手工铁针作坊都产品销路锐减，生产规模剧跌。
与金属冶炼业相比，洋货竞销对中国城乡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则比较复杂。
因为近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，实际包含两大部分，一是以“耕织结合”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手工
棉纺织业，另一部分则是主要为市场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。
由于两者在生产性质和内容等方面的差异，外国商品竞销对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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